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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医学免疫学(案例版)(第2版)》内容简介：为顺应教育部教
学改革潮流和改进现有的教学模式，适应目前高等医学院校的教育现状，提高医学教学质量，培养具
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医学人才，科学出版社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模式，独
创案例与教学内容相结合的编写形式，组织编写了国内首套引领医学教育发展趋势的案例版教材。
案例教学在医学教育中，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和实用型医学人才的有效途径。
 
案例版教材版权所有，其内容和引用案例的编写模式受法律保护，一切抄袭、模仿和盗版等侵权行为
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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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医学免疫学绪论 案例1—1：外伤感染并发右侧腹股沟淋巴结炎及菌血症患
者李某，男，11岁3个月，因高热、头痛，右侧腹股沟疼痛，行走不便而入院，病史自述可靠。
 患儿于6天前参加学校组织到郊外的夏令营活动，不慎右足底被刺伤，因伤口小，不以为然，未做任
何处理。
3天后伤口有轻度肿痛，第5天半夜开始发高热，无抽搐，右侧腹股沟疼痛，行走明显感不便，未进行
任何治疗，第6天早就诊入院。
 体格检查：T39.7℃，P143次／分，R41次／分，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咽部稍红，扁桃体不
大，右足底伤口及右侧腹股沟皮肤红肿、触之微热，腹股沟淋巴结肿大、边缘不清、触痛明显，其余
浅表淋巴结无肿大；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
血象：WBC12×109/L，血细胞分类：中性分叶杆状核粒细胞76%、淋巴细胞10%、单核细胞2%。
临床诊断：右足底外伤感染并发右侧腹股沟淋巴结炎及菌血症。
 问题：从免疫的角度来考虑，患儿右足底被刺伤后，局部感染，为什么右侧腹股沟淋巴结会出现肿大
、疼痛，并出现高热？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存在着不计其数肉眼看不见、必须借助光学或电子显微镜放大数百数千、乃至数
万倍才能看得见的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真菌、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等，有些微生物可以
寄生于宿主达到共生状态（commensalism），例如肠道的肠杆菌就是人体内的常驻寄生菌，但是，有
的微生物入侵到人体后会引起病害，严重者可危及生命，这些具有致病性的微生物称为病原微生物
（pathogenicmicroorganism）。
那么，是什么让人类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生存下来了呢？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哺乳动物特别是人类体内对病原微生物的侵害形成了特殊的生理性防御机制，
通过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从而破坏和排斥进入人体的异物，这种抵御疾病的机制就称为免疫
（immunity），相应的防御系统就是免疫系统（immunesystem），而研究免疫系统组成和功能的学科
称之为免疫学（immunology）。
在此基础上，医学免疫学（medicalimmunology）是一门研究人体免疫系统结构与功能、免疫相关疾病
及其发病机理、免疫学诊断及防治的生物学科。
医学免疫学起始于医学微生物学，最初是以研究抗感染免疫为主，近年来随着其他学科的发展与完善
，免疫学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如今免疫学早已打破传统抗感染免疫的范畴，深入到肿瘤免疫、移植免疫、自身免疫、免疫耐受等诸
多方面，并渗透到临床及基础的各个领域，使免疫学成为当今生命科学的前沿科学和现代医学的支撑
学科之一。
 第一节免疫学简介 免疫的英文单词immunity最早来源于拉丁文immunitas，原意为免除赋税，在医学上
引申为免除瘟疫，即机体抗感染的抵抗力。
随着免疫学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免疫的概念有了深层次的了解与认识。
现代“免疫”的含义是指机体免疫系统能够识别“自己”与“非己”，对自身成分则产生天然免疫耐
受，对非己异物则通过免疫应答产生排除作用的一种生理功能。
 正常情况下，这种生理功能可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从而形成对机体的保护；但在免疫超常或低下时
也会产生对机体有害的结果，如引发超敏反应、自身免疫性疾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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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医学免疫学(案例版)(第2版)》案例版规划教材最大的改革
突破点是：始终贯彻基础免疫学、临床免疫学与免疫学应用知识相互联系的编写原则；紧紧围绕各章
主要的理论内容，画龙点睛地引入临床相关疾病案例编写，打破了以往教材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脱节
的束缚；本教授另一大突破点是：首次引入视频案例、全书各个章节均配有动画效果，图文并茂，全
书图、表多达230幅，让学生更直观的理解复杂抽象的免疫学理论，增加了基础理论与临床疾病案例学
习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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